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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质量检测 

高三语文参考答案 

2023.3 

一、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5 分。 

1.（3 分）B 

2.（3 分）D 

3.（3 分）C 

4.（6 分） 

答题要点： 

①借助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传扬传统文化艺术精神。 

②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③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 

④认识现今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借鉴他国文化，激发中国文化的活力。 

评分标准：每个要点 2分，答对其中三点即可得满分。意思对即可。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5—9题。（共 18分） 

5.（3 分）A（有，拥有；穷，处境恶劣） 

6.（3 分）D 

7.（3 分）D 

8.（3 分） 

参考译文：（如果）突然在边境上聚集数十万军队，国家该拿什么供给他们呢 

评分标准：共三处重点词语：卒然、何以、馈，每处 1分，扣完为止。 

9.（6 分） 

答题要点： 

（1）粮食安全关系着民生。国家储备充足，能够在歉年或者饥荒时，保证百姓生计。 

（2）粮食安全决定着国运。国家储蓄不足，灾祸来临时，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内乱并起，以致外敌

入侵，国势衰微。 

（3）充足的粮食储备，是抵御外敌的重要保障。粮足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及时为军队提供粮饷，能够有

力保障国家安全。 

评分标准：3个要点，每个要点 2分：概括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给 1分；结合内容进行分析，给 1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0 题。 

10.（8 分） 

（1）（3 分） 

   解说：孔子之“勇”是同“仁”一样发自内心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勇德。“勇”是人类德性

的内在构成因素之一，与仁、智并称为“三达德”，是孔子人格的德性基础。勇是在仁爱信念的指导下，受

仁义的束缚，为达到某一目标而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行为及其所体现的精神。 

答题要点：  

①勇以仁为基础。②勇以智为指导。③勇以义为约束。 

评分标准：从勇与仁、智、义三者间的关系角度赋分，每个角度 1分。 

（2）（5 分） 

答案示例 1： 

勇是个人修德、与人为善必备的品格。孔子最担忧的事，就是“不善不能改”。如果“不善”之后进行改正，

这是一种敢于正视自己错误和不道德行为的勇气。而改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德的过程。真正的仁爱之

人，一定是有勇气不断修正自己的人。并且敢于无私地去推己及人，修养德行。 

答案示例:2： 

勇者要有勇德，见义勇为，以正义之身立足于世间。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就奋勇地去做，而不是袖手旁观、隔

岸观火。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这就是勇

敢有胆识，不图回报、不图名利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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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示例 3：勇者要勇气和智慧兼备。一个人如果好勇，但却没有智慧，没有能够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么此

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祸害将不可想象，所造成的祸乱也无法预计。一个勇敢的人真正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

会，就要拥有仁爱之心，明智之心，使之能够在拥有了能力和勇气的状态下，明辨是非黑白，临危不惧，面

对事情做出最好的决断。 

评分标准：对“勇”的认识，2分；阐述理由，3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11.（3 分）B 

12.（3 分）D 

13.（5 分） 

解说：题目的作用可以从指出对象、明确角度、点明类型、暗含情感、暗示手法等方面进行阐述。 

参考答案：略。 

评分标准：指出诗歌题目的作用（至少两种），2分，结合两首诗内容分别进行分析，2分；语言表述恰切合

理，1 分。 

14.（8 分） 

参考答案：①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②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③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④是又在六国下矣   

⑤忧劳可以兴国        ⑥逸豫可以亡身   

⑦复得返自然       ⑧师不必贤于弟子 

评分标准：每空 1分，多字、少字、错字、别字，该句均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 

（一）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5-18题。（共 18分） 

15.（3 分）A 

16.（3 分）C 

17.（6 分） 

   答题要点： 

传统文化：只要有条件就让子孙读书，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传统；（1 分） 

受儒家学说影响，同一历史进程下，民族的心理秩序和心理结构相似。（2 分） 

茅盾先生：少年时期，生活富足，启蒙读书，得益于自己的祖父、父亲的教导；（1 分） 

茅盾后来成为一个新文学的作家，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为他们发声， 

希望他们过得更幸福，这种精神和做法是作者最应该学习的。（2 分） 

评分标准：对茅盾先生的看法，共 2个要点；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共 2个要点。意思对即可。 

18.（6 分）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内容：我们不必去追寻乌镇为什么诞生了茅盾，而应该去学习茅盾用作品来为贫苦劳动人民发声，这才是广

大人民的需要。（2 分） 

这句话运用比喻的手法，以公鸡喻指茅盾，以“公鸡对于黎明近乎本能的呼唤啼叫”喻指茅盾先生用作品来

表达对于改变贫苦劳动人民现状，让劳动人民的生活好起来的期盼。（2 分）卒章显志，表达作者将传承学

习矛盾关注普通劳动人民的创作宗旨，既形象又耐人寻味。（2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9 题。 

19.（6 分） 

答案要点： 

（1）行为举止：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沉静矜持，平和稳重、宽容忍让； 

（2）为人处世：孝顺、体贴、细心周到、乐于助人； 

（3）聪敏，有深刻的洞察力；博学多才（涉猎广泛，工诗善画懂戏懂医、精于女红，擅长理家）自觉遵循

传统女德规范，淑女的典范。 

评分标准：共 3个要点，每个要点 2分。其中，概括薛宝钗的形象，1分；结合相关情节分析，1分。 

五、语言基础运用。（共 66 分） 

20.（共 6 分） 

（1）（3 分）B 

（2）（3 分） 

   参考答案：1.古人类学是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有关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例如化石猿猴和现代猿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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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人类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和规律等。 

2.古人类学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规律，例如化石猿猴和现代猿猴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

中的作用，人类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和规律等。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评分标准：共 3个要点，每个要点 1分。“参考答案”之外的回答，只要语句通顺，主要信息基本完整即可

酌情给分。 

21.（10 分）略。 

22.（50 分） 

   参照高考评阅标准。 

附：《论语》参考译文： 

（1）孔子说：“我所主张的治国之道如果不能实施，我就乘上小竹筏到海外去隐居。能跟从我的人大概

只有子路了。”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的勇猛超过了我，但是在裁断事理的能力方面就不可取

了。” 

（2）孔子对颜渊说：“如果用我，就去积极行动；如果不用我，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

子路说：“如果让您率领三军，您愿找谁一起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大河，

即使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会与他共事的。我所要找的共事的人，一定是遇事谨慎小心，善于谋划

而且能完成任务的人。” 

（3）仁者，一定是有勇之德的人；有勇之人，未必就是仁人。 

（4）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那是献媚；见到合乎正义的事而不做，那是没有勇气。”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王者的治国之法，是民众耕种三年而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而剩余三年的粮食。这样三十年后，民

众就有了十年的积蓄。因此，夏禹时连续九年水涝，商汤时连续七年旱灾。最严重时，野外连青草都不生，

可是老百姓却无饥色，道路上亦无行乞之人，年成变好以后，仍然禁止陈耕。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实在是

有高明之法。王者的治国之法，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就不充足，满足不了需要，没有六年的积蓄，情况就

危急了，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那么国家将要不成为国家了（比喻国家将亡）。 

如今汉兴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国家却愈加贫困，粮食更少了，陛下对此难道没有省察吗？年成不好，富

人不肯借贷，穷人就会饥饿；天时不利收成，只好请求卖掉官爵和子女，这些陛下可能都听说过。有时一段

时间不下雨，就让人忧心忡忡，一旦下了雨，又担心灾害再次发生。国家缺少粮食储备达到这种程度，真是

太糟了。这在王者的治国之法中，又该叫作什么呢？一定要困顿到极点才想拯救办法，窘迫到极点才图谋改

变这种状况，不是太晚了吗？我想到这些，更加使人感到悲哀。 

即使如此，那么所说的国家无人又是什么意思呢？拥有天下而要使天下安定的，难道不就在于陛下您

吗？陛下如果自己不肯操心（国事），又能和谁一起苟且偷安呢？五年一小饥荒，十年一歉收，三十年一大

饥荒，这可说是自然规律。如果不幸发生方圆两三千里的大旱灾，国家用什么来抚恤百姓？如果突然在边境

上聚集数十万军队，国家该如何供应粮饷？兵祸旱灾相继而至，饿死的百姓就会填满沟壑，抢劫偷窃武力袭

击的情况也会接连发生，国家对这些情况无法制止，外敌就会趁机入侵骚扰，这些不幸会很快一齐袭来，这

是势所必然。况且，相关官员未必能够省察到这些，而作为君主如果自己不去操心，突然发生危难之事，却

惊恐地对下面官员说：“这是天意，又能怎么样呢？”事情不要等到无法挽救了，再去感叹无可奈何。现在

刚到秋天，可以好好谋划这个问题。陛下少闲一会儿（多思考点正事），可以让我跟丞相、御史大夫认真计

议此事。                  
 


